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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傳統論述的再出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教學創新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文學批評(文學四B) 

 授課教師姓名：嚴紀華 

參、前言 
 
    當今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存在著盲點與誤區。相應於90年代初，美國學者塞繆爾·

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所提出「文明衝突論」的警語/預言1，

孫康宜教授在《古典文學的現代觀》中曾具體地指出：目前東西文化的影響呈現單向

(one-way)而非雙向(Two-way)應有兩個因素：一是有關文化的他者(other)的盲點，一個是

人們對於現代性(modernity)的誤解有關，前者以中國文化為邊緣非主流有所忽視。後者

以傳統中國與現代遙遠，或者無關。而另一個存在已久的爭論則是中國無批評理論的迷

思。事實上，文學批評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並未缺席，成於西元五、六世紀之交劉勰的

《文心雕龍》「取鎔經意」，「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通變貫中」，早已「自

鑄偉辭」。然而因為古語艱奧礙讀，所以聲音不顯。近世以來，魯迅首先推崇劉勰的《文

心雕龍》與亞理士多德的《詩學》為東西方二大文學楷式，其後基於突破西方霸權，歐

洲中心主義的氛圍籠罩，對不同的文學傳統下的中西文學批評及理論研究的看待陸續出

現了轉折，舉如：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序》中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

                                                      
1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曾提出「文明衝突論」，主張：基於 

 以下幾種理由:1.歷史事實，2.世界變小，文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3.因為現代化及社會變遷，宗教填補 

 了人從傳統中跳脫後的真空，4.認為全球化不應該等於西化，5.文化的差異是不易改變的，6.經濟的區域 

 主義增長（例如：歐洲聯盟），7.對同類的喜愛以及對異類的憎惡是人的天性。今後國際間的衝突不再

國 

 家，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即斷層線戰爭）不但持久 

 而且難以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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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術未裂。」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則認為中西畛域之分毋寧是

一種「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他說：「許多年來，人們陸續把石頭

搬來搬去，簡直很難分清到底什麼是他山之石、什麼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們可以把

多樣性的「中國」和多樣性的西方分辨清楚，這樣的區分和挑選，遠遠不如這麼一件事

來得重要：找到一個辦法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且把它發揚光大。」2是以，本

計畫即針對「中國古典文學批評」進行教學創新設計，擬從「互通性」的角度嘗試進行

傳統文論的再出發。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具體內容 

    本計畫施作對象為文學系四年級之選修課程，由於文學系學生接受古典文學薰陶已

深，因此本課程特別聚焦於在中西文學理論的互相參照比較。因此選用敘事性濃厚的小

說為研讀/批評文本，而以「理論的實踐」為主要習作項目作為課程報告。這是嘗試以

劉勰《文心雕龍》六觀法奠基，而西方文學論述——哈德遜小說六元素(情節、人物、

對話、時空、風格、人生觀)平行比對；兼及佛斯特《小說面面觀》七層面(故事、人物、

情節、幻想、預言、圖式、節奏)為分析策略補述，進行文本選樣的的閱讀分析。源於

本計畫最終目的在於文學傳統的再出發，並重新構建知識秩序的試驗台。本計畫的執行

將循序漸進，進程如下： 

 一、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理論與應用：主教材，教師導讀 

1.讀詩的態度與創發(賦比興)與現代性詮釋 

2.文學想像力的經營（以詩歌為例）  

   (1)音聲敘述與圖像敘述——2016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布·狄倫〈答案在風中飄〉 

     （Blowin' in the Wind）與北島詩為跨界範例。   

   (2)詩的批評:從詩歌的複沓與迴旋技巧談起。 

3. 魏晉六朝風骨論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意境點撥 

4.《文心雕龍》〈知音篇〉的詮釋與應用：運用〈知音〉六觀法(即一觀位體， 

    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以閱文情。範例: 

    從《唐人傳奇．虯髯客傳》、《聊齋志異．畫皮》、到白先勇《骨灰》。 

 

 二、中國文學作品與西方文學批評論的評析:副教材，教師導讀  

                                                      
2
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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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時空情節與人物心理間架的圖解:黃春明〈魚〉 

  2.哈德遜「小說六元素」與《搜神記．白水素女》、敘事詩〈孔雀東南飛〉 

  3.英國小說家佛斯特《小說面面觀》3七層面──故事、人物、情節、幻想、預言、  

    圖式、節奏與六觀法的參酌分析。 

 

  三、學生實作  

     學生計分 5組選擇文本（短篇小說），以六觀法進行閱讀與重構。實作過程中 

  選用〈知音〉的六觀法(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 

 六觀宮商)，並可參酌西方文學論述——哈德遜小說六元素(情節、人物、對話、時空、 

 風格、人生觀)平行比對；或佛斯特《小說面面觀》七層面(故事、人物、情節、幻想、 

 預言、圖式、節奏)為分析策略，進行文本選樣的閱讀分析、交叉比較。(參見下圖) 

 

《文心．知音》--六觀法 哈德遜 --小說六元素 《小說面面觀》--七層面 

     觀位體 情節、人物、時空 故事、人物、情節 

     觀置辭 對話 預言(內容) 

     觀通變 風格 故事的承襲與開發 

     觀奇正 風格 幻想、預言(表現方式) 

     觀事義 人生觀 圖式/意義 

     觀宮商 情節(結構線) 圖式、節奏 

 二、計畫特色 

（一）經由閱讀與批評，重新繫聯傳統與現代性  

    中國文學有一個生生不息的特徵，那就是現在與過去始終保持著響應和聯繫，即

使在現代文學的創作中作家也始終沒有切斷他們與已往文學的關聯4。由於傳統總居於

變動之中，我們必須找尋新的方法和觀點來理解，藉著對傳統的不斷思考將刺激現在

                                                      
3
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小說面面觀》被譽為「二十世紀分析小說藝術經典之作」。參見

室 

 著《小說面面觀》中，就小說的七個層面──故事、人物、情節、 幻想、預言、圖式、節奏──來探 

 討小說，認為小說家必須熟練地駕馭這些，才算是「面面俱到，面面俱當」，換言之，缺一則不夠完整、 

 全面。 
4
孫康宜:《孫康宜自選集：古典文學的現代觀》，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譯文出版社出版， 

 2013 年 3 月，頁 21。  

http://203.71.212.37/school/guowenke/new_page_570.htm#情節
http://203.71.212.37/school/guowenke/new_page_570.htm#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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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神經，同時藉由開發古典與白話等適性化教材，繫聯傳統與現代性，提升教學

實際效益。  

 

（二）並用東西方批評理論，由求同趨異中探討人類文明的整體性的問題 

    中西文化與文學不僅要注意到他們的差異性(difference)，也要注意到他們的互補    

 作用(complementarity)。西方的文化理論可以為中國文學研究展開新的視角，相對的  

，中國文學的研究成果應也能為西方的批評界提供新的刺激與展望。 

 

（三）培養多元化批評判斷力，出現「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的可能  

    在網路超文本連結的時代，文學的板塊急遽碰撞已非昔日的版圖樣貌，而依靠終 

端數據機的轉換傳送，各地區的交流匯通加速進行，視覺性的學習與圖像式的回饋將 

引導思維與接收，同時有效率的傳播，使得文學藝術幾乎是跨語際、無國界的，其中

無論任何類型的文學批評主要奠基 於多元化的「批評判斷力」與諸多複雜的人生經驗

的沉澱的結果，這些現象都說明著單一內在的蛻變/演化標準（ built-in standards of 

evolution）已然瓦解。而 201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美國民謠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無疑是突破傳統文類的框架，將搖滾樂提升到詩歌的高度，證明了諾貝爾獎

承認著文學的多元性，開拓了文學的疆界。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管考機制：(執行期間及執行後如何評估成效) 

(一)成果展現：針對學生選擇文本進行解析，甄選優良成果 5-7篇上傳至教學網路，供 

    修課學生觀摩學習。或集結成冊，以為檢核。 

(二)課程回饋機制：教師在各組觀摩文本批評實作後，開放學生提問討論與意見交換， 

    並進行修正。      

(三)教學評量與改進：學期結束後，根據課程內容、施行成效、學生反應等進行評估， 

    提供教材重新規畫與課程品質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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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及質化: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品質的改善 

105年度量化指標項目 目標值 質化指標 

「文學雅俗論與生活經驗的聯繫 

 與啟示」演講 
1次 

 培育學生具備文學理論的基礎知識與方

法 

 掌握生活經驗的聯繫與啟示 

「古典與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 

 講述評析 
7次 

 培育學生析辨理論與文本的能力 

 培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 

 提升學生研讀教材的興趣 

 瞭解古典與現代文學批評的差異 

「小說理論與文本」的批評實踐 

  
7組 

 培養團隊協同合作的能力 

 強化實踐力與美學鑑賞力 

 提升學生選讀教材的興趣 

 營造主動參與的學習環境 

 儲備文評影評的書寫及講述的能力 

作業指定：情境模擬、議題辯論 3次 
 培育學生質疑問辨能力 

 啟發創意思考與想像 

回饋與評鑑：課堂講評、優良作

業及改創劇作上傳教材區 
7組 

 提供學生觀摩學習 

 發展優質教學課程與提升教學成效 

 

(一) 質化成效: 

     從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層面觀察，從上課與演講學習單、課程討論區可理解課程

內容吸收與學習反饋，歸納出三項成果:1. 激發學生研讀教材的興趣。2. 訓練學生具

備判斷整合經驗素材的基礎能力。3.厚實學生閱讀批評的基識及素養。 

 

(二) 量化成效: 

     藉由期末進行「學習意見/成效調查」的不記名量表施作，理解學習成效。其中

包括:1.課程內容安排與設計。2.授課表現。3.學習成果與收穫。各依滿意程度圈選，

藉以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1.孫克強教授演講【教學活動評量表】樣本數 53份(本次活動開放外系學生參與) 

1.課程內容安排與設計 非常 

符合 4 

有點 

符合 3 

有點 

不符合 2 

非常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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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此次活動內容感到滿意 20 30 2 1 

我喜歡活動的安排與設計 20 30 2 1 

2.授課表現  

講師帶領方式能讓我容易吸收到我需

要的相關資訊 

20 28 4 1 

活動講師的表達清楚流暢 20 31 2 0 

3.學習成果與收穫  

此次活動增進我的學識 19 27 5 2 

整體而言，參與這個活動是有收穫的 20 30 2 1 

我在這次活動專注力十足，不分心 18 25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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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此次活動內容感到滿意 

我喜歡這次活動的安排與設計 

講師帶領方式能讓我容易吸收到我需要的相關資訊 

此次活動講師的表達清楚流暢 

此次活動增進我的學識 

整體而言，參與這個活動是有收穫的 

我在這次活動專注力十足，不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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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學批評【教學活動評量表】 樣本數 27 份 

     文學批評教學活動問卷 非常 

符合 4 

有點 

符合 3 

有點 

不符合 2 

非常 

不符合 1 

我具體了解劉勰「六觀法」的內容 
    14 13        0     0 

我能綜合運用中西文學批評模式(劉勰

六觀法、哈德遜小說六元素、佛斯特小

說面面觀)進行文本的評論分析 

     9   16        2     0 

本學期我以六觀法為文學批評法作文

本的實際批評，感到有收穫 
    16   11        0     0 

我覺得結合中西文學批評理論對古典

或現代作品/文本進行交叉比較，做全

面性的了解是正確而有必要的 

    14    13        0     0 

2016年巴布狄倫將搖滾樂樂提升高詩

歌的高度，獲得諾貝爾獎。使我肯定對

文學與其他藝術作跨領域結合的方向

與創意期望。 

    13   1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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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表列，二次教學活動評量，據顯示學生在「整體而言，參與這個活動是有收

穫的」兩項滿意度最高，而對「結合中西文學批評理論對古典或現代作品/文本進行交

叉比較，做全面性的了解是正確而有必要的」的活動是肯定而期待的。而在學習專注力

上，顯示學生仍有加強的空間。同時就同學們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如：電影欣賞與文本

析評、推薦教材的選讀等等，將一併集結課程內容、施行成效、學生反應等進行統合評

估，做為日後教學，重新安排教材、課程調整以及改善品質。 

陸、結論 

    觀察「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一門自二十世紀以來風起雲湧，包括原型論、比較文

學影響研究、俄國形式主義、象徵主義意象論、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法、結構主義符

號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批評、後現代、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空間理論等等，多

為西方文學理論重奏交響，而中國文學批評無論趨於作家主導說或是著重讀者接受論，

通常被視為印象式批評，極容易地被約化為系統性不足，有籠統抽象之虞。是而當身處

全球化時代，面對著當前人類文明的整體性的觀點熱議，無疑地，文學研究亦已步入一

個強調多元共生的論述空間——不僅觸及空間域的東西方，更迴旋於時間流的古典與現

代。因此，當我們站在中外古今旋轉門的當口，審視東西方學術文化（即所謂異質文明）

之間疊附與離合的關係，思索著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保有「文化傳統」的自覺性？計

畫如何在學術文化國際化的視域中推陳出新?又如何借鑒西方現代學術文化資源，為建

設漢語系的學術文化的工程提供全新的視角？著實引發深思。 

    費孝通先生晚年曾這樣展望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遠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5足見「互通性」已一躍成為一種當前居於文化/文學研究領域

的一個別具意義的指標；著名比較文學家、耶魯大學比較文學暨東亞語文學系蘇源熙教

授（Haun Saussy, 1960-）更直接的提出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理念，他說：這

是到了用廣闊的視野來取代有限的視角的時候了。6總結而言，本教材創新計劃的發想

與實踐即在這一個立基點上，試圖聯結「理論」與「批評」，「閱讀」與「創作」，「文

本」與「教室」、「教師」與「學生」的脈絡，以劉勰《文心雕龍．知音》中所標示的

六觀法作為批評基準，從事文言或白話小說的解構與批評。在閱讀賞析過程中，試圖顛

覆傳統「導」「讀」的主體對象與位置，結合文學「理論」的教學與「文本/文章」的

                                                      
5
1990 年 12 月，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應邀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社會研究國際研 

  討會」。適逢費老八十華誕，與會學界同人熱情賀壽。費老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即席發表主題演講， 

  題目為「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首次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四   

  句箴言」。 
6
蘇源熙（Haun Saussy, 1960-）為耶魯大學比較文學暨東亞語文學系教授，為北美漢學界的後起之秀。參 

 見 Haun Saussy,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 in Cultural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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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創造發表、討論、批判、思考、交流的「斅學半」的學習氛圍，進而能「跨越時

空的藩籬，尋找新方法來理解過去，讓舊的東西重新活在眼前，並且與現代生活連接在

一起」7。 

 

柒、執行計畫活動表與照片 

(一)執行計畫活動表 

計畫名稱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 

子計畫 傳統論述的再出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教學創新 

日 期   已執行課程活動 附件 頁碼 

09/12 情境模擬:華德狄斯奈短片(無對白字幕) 
作業指定：故事影片的命名   

 無   -- 

09/19 
小說六元素理論 
作業指定：〈白水素女〉的解析 1 .2 16-20 

09/26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人物、情節與故事圖示 

 3 21-23 

10/03 時空情節與人物心理間架的圖解:黃春明〈魚〉  4 24-25 

10/14 孫克強教授學術演講:「雅正．高雅與文雅——中國古

典文學批評的一條主線」  --- 柒(二) 

10/17 《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 白先勇《骨灰》   
5 26-27 

10/31 《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唐人傳奇．虯髯客傳》、《聊齋志異．畫皮》 
 6.7 28-35 

11/07 讀詩的態度與創發(賦比興)與現代性詮釋   8 35-39 

11/14 
音聲敘述與圖像敘述——2016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

布·狄倫〈答案在風中飄〉（Blowin' in the Wind）

與北島詩歌為跨界範例 

  9 39-41 

11/21 魏晉六朝風骨論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意境點撥  10 41-44 

11/28 文學批評實作:夏目漱石〈夢十夜〉、魯迅〈孔乙己〉 11.12 45-48 

12/05 文學批評實作:唐人傳奇〈離魂記〉、聊齋〈考城隍〉 13.14 49-54 

                                                      
7
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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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文學批評實作:唐人傳奇〈杜子春〉 15 55-57 

12/19 文學批評實作:劉宇昆〈折紙〉 16 57-59 

12/26 文學批評實作:〈煉金術〉 

期末考試:芥川龍之介〈地獄變〉 
17 59-61 

(二)執行計畫活動紀錄與照片 

1.南開大學文學院孫克強教授【學術演講活動】紀錄表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所105學年度學術演講活動紀錄表 
填表日期： 105 年 10 月 14 日 

 演講名稱 「雅正．高雅與文雅——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一條主線」 

演講者 孫克強教授     系所／職稱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韻文學會副會長 

中國詞學學會副會長  

活動日期 2016 年 10 月 14 日 活動地點 大典 215 教室 

活動時間 11 時 0 分至 12 時 0 分 與會人數  60   人 

活動報導 

（活動方式

或內容簡述） 

    孫克強教授，1992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南開大

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並擔任中國韻文學會副會長，中國詞學學會副會長。

從事研究領域為詞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曾以《龔鼎孳全集》獲頒全國優秀

古籍圖書獎二等獎（2015 年），《白雨齋詞話全編》獲得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二等獎（2014

年），《清代詞學批評史論》獲得第五屆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2011 年），並榮獲天津市第十

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11 年）、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2013），

是極為優秀的文學批評史以及詞學研究的學者。 

    此次孫教授以 「雅正．高雅與文雅——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一條主線」為專題發表演講。

首先，教授提到：  

    文雅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個重要範疇，與野俗相對，反映的是士大夫知識階層的思想感情

方式和審美習慣，受到歷代主流思想意識的重視。在美學史上，作家、批評家對待文雅的態度

十分複雜，往往有極端的表現和批評。“以俗為雅”是文雅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體現了藝術辯

證法的特點。雅俗與自然美、人工美有內在的聯繫，各有審美價值，偏執一端是不可取的。 

    他說：在文學批評史上關於雅俗批評的複雜性還表現在既有針對某種特定物件歷時性變化

的批評，又有面對不同物件共時性的比較批評。歷時性變化的批評，是指同一討論批評物件，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雅俗認識。如對詩體四言、五言的比較和抑揚。譬如：作為中國詩歌源頭的

《詩經》為四言，漢代又發展為五言。其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四言詩、五言詩並存，隨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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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是關於四言五言孰優孰劣的討論，“雅俗”的認識也包含在內。晉人摯虞的《文章流別論》

云：“古詩率以四言為體……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

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南北朝時人劉勰《文心雕龍·

明詩》亦云：“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雖然在摯虞、劉勰的時

代，五言詩早已佔據詩潮的主流，但卻以遠古的四言詩為正宗、為典範，贊為雅體；視五言詩

為“俳諧倡樂”多用的“流調”之體，以俚俗斥之。然而，五言詩經過了唐代的發展，成為詩歌的

經典體裁，成為詩歌發展史皇冠上的明珠，宋代之後再不會有人把五言詩體斥之為俗體了。可

見以五言詩體這一討論物件而言，不同時期論者所賦予的雅俗色彩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表現在體裁方面。古代文學家、批評家通常推崇雅體，貶斥俗體，如民間歌謠就被視

為俗體而受到貶斥。但也有一些作家看到了這種體裁所蘊含的藝術價值，如能取其精華，去其

糟粕，也能創造出優秀的作品。唐代詩人劉禹錫即是這樣，他模仿民歌而作《竹枝詞》20 首，

對後世影響甚大。 

    又如表現在題材上。題材之俗就是說的是詩歌題材的世俗化。一個閱歷豐富，對生活體察

深刻的作家，常常能從世俗生活中發掘出新意，從而做到“以俗為雅”。宋詩中出現了許多對於

日常世俗生活的描寫，蘇軾尤其擅長此道。《竹坡詩話》記云：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

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

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

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系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

為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知其鎔

化之功也。東坡所作此詩並無深意，但卻極富生活氣息，從中自可感受到一種活潑潑的情趣。 

    還有南宋詩人楊萬里那些被稱為“誠齋體”的詩歌中，他善於選擇日常生活中一些富於詩意

而往往為人所忽略的細節，以風趣而又通俗流暢的語言表達出來，其中一部分相當鮮明地體現

了詩人的個性。如《泉石軒初秋乘涼小荷池上》：“芙蕖落片自成船，吹泊高荷傘柄邊。泊了

又離離又泊，看它走遍水中天。”荷花凋落，隨水漂流，這是很平常的景物，一般人很少去關

注，但楊萬里將其寫入了詩中。作者雖是在寫落荷“泊了又離離又泊”，但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

人生中類似的境況。又《閒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之一：“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

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詩人是在“閑看”兒童捕捉柳花，但這種“閑看”從某種意義

上說又是一種對生活的深刻體察，我們自可體會到作者通達超脫、不囿於世俗之見的襟懷。 

    最後，孫教授與心長地說:辯證地看待天工和人工，文雅和通俗，梁啟超的看法對我們很有

啟發。他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一文中將詩分為“文人詩”和“民間歌謠”二類，並指出：“簡

單說，好歌謠純屬自然美，好詩便要加上人工的美。”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只要歌謠不要詩，因

為人類的好美性決不能以天然的自滿足。對於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別一種風味的美，譬如

美的璞玉，經琢磨雕飾而更美；美的花卉，經栽植佈置而更美。原樣的璞玉花卉，無論美到怎

麼樣，總是單調的，沒有多少變化發展；人工的琢磨、雕飾、栽植、佈置，可以各式各樣，月

異而歲不同。詩的命運比歌謠悠長，境土比歌謠廣闊，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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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 

一、從雅和俗的觀點切入文學美學的解析: 

雅和俗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對重要範疇，雅俗之辨又是一個歷久常新的命題。雅和俗的內涵十分

豐富，可以解釋為“高下”、“正邪(奇)”、“古今”、“文野”等等，而以“文”釋雅的歷史最為久遠，

文雅的對立面是粗俗、俚俗。二者的對立既是文化層次的對立，也是審美觀念的對立。教授的

講解清晰而有條理，學生聽得津有味。 

二、進一步結合實例舉證說明，並與現代生活結合，讓同學可以迅速的理解並記憶深刻，同時

與學生形成良好、有效的互動。 

   這次透過教授精闢扼要的演講，使我們學習到了清楚系統的專業知識，有助於我們借以觀

察、發現實際生活中充滿了雅、俗之美，不可偏廢。讓我們獲益良多。 

活動照片 

  

演講海報 演講實況 

  

 
 

與演講教授合影 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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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實況 演講實況 

活動照片 

 

 

 

 

 

 

 

 

 

 

 

 
 

 感謝狀 演講地點:大典 215 

 

2. 【文學批評教學活動】照片 

活動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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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批評上課實況 六觀法介紹 

 
 

巴布．狄倫 
Blowin in The Wind - Bob Dylan - 

YouTube 

 

 
 

北島〈一切〉 北島 

 

 

 

批評對象與位置 文學批評上課實況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cy9H8lpbRAhWGvbwKHbHXBN8QyCkIGzAA&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3l4nVByCL44&usg=AFQjCNEqxz8Cbrl_J82ORgmYZHaoTEtYkA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cy9H8lpbRAhWGvbwKHbHXBN8QyCkIGzAA&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3l4nVByCL44&usg=AFQjCNEqxz8Cbrl_J82ORgmYZHaoTEt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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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1：小說六元素理論的的分析比較 

附件2：作業指定：〈白水素女〉的解析 

附件3：佛斯特《小說面面觀》──人物、情節與故事圖示 

附件4：時空情節與人物心理間架的圖解:黃春明〈魚〉 

附件5：《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 白先勇《骨灰》    

附件6： 《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唐人傳奇．虯髯客傳》 

附件7：《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聊齋志異．畫皮》 

附件8：讀詩的態度與創發(賦比興)與現代性詮釋 

附件9：聲敘述與圖像敘述--跨界範例:巴布·狄倫(2016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答案在風中飄〉（Blowin' in the Wind） 

附件10：魏晉六朝風骨論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意境點撥 

附件11：文學批評實作:夏目漱石〈夢十夜〉 

附件12：文學批評實作: 魯迅〈孔乙己〉、 

附件13：文學批評實作: 唐人傳奇〈離魂記〉 

附件14：文學批評實作: 聊齋〈考城隍〉 

附件15：文學批評實作: 唐人傳奇〈杜子春〉 

附件16：文學批評實作: 劉宇昆〈折紙〉 

附件17：文學批評實作:戴孚〈煉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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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小說六元素理論的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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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作業指定：〈白水素女〉的解析 

【白水素女】 

  晉安，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

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

不舍晝夜。後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

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爲人者。端謂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是，便

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

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端默然心疑，

不知其故。後以雞鳴而出，平早潛歸，于籬外竊視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

下燃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殼，乃至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

爲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

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

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複留，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于田作，漁采治

生。留此殼去，以貯米谷，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

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于是鄰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令長云。今

道中素女祠是也。 

結構解析 

起→晉安，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

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

耕力作，不舍晝夜。 

承→後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

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爲人者。端謂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是，

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

爾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

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 

轉→後以雞鳴而出，平早潛歸，于籬外竊視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

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殼，乃至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

相爲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

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

還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複留，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

差，勤于田作，漁采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谷，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

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 

合→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于是鄰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令

長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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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佛斯特《小說面面觀》──人物、情節與故事圖示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22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23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24 
 

附件4：時空情節與人物心理間架的圖解:黃春明〈魚〉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25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26 
 

附件5：《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 白先勇《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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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文心雕龍》〈知音篇〉六觀法 

         範例:《唐人傳奇．虯髯客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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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聊齋志異．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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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讀詩的態度與創發(賦比興)與現代性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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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聲敘述與圖像敘述--跨界範例:巴布·狄倫(2016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答案在風中飄〉（Blowin' in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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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魏晉六朝風骨論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意境點撥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42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43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44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格式  2016/12 

 

45 
 

附件11：文學批評實作:夏目漱石〈夢十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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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魯迅〈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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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文學批評實作:唐人傳奇〈離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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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聊齋．考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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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文學批評實作:唐人傳奇〈杜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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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6:劉宇昆〈折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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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文學批評實作:〈煉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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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 


